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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事法評】 

 

全勤獎金是恩惠？兼論法院對恩惠性給予的判斷標準 

文 / 陳以蓓律師 

  在勞動爭議訴訟中，最常見、最核心的爭議通常是「經常性給予」到底應該怎麼判

斷？而在討論這個爭議時，反面需要思考的即是，何謂「恩惠性給予」？本文以最常見

的獎金項目—全勤獎金作討論，以略為整理歷來實務對「經常性給予」所謂具勞務對價

性的特質作整理與提出初步的見解。 

 

最高法院判決： 

 (一)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86 年度台上字第 1681 號判決 

        依照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86 年度台上字第 1681 號判決所示：「按所謂工資，係指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3 款前段定有明文，是工資係

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之對價，且須為經常性之給與，始足當之。所謂經

常性之給與，係指非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縱在時間上、

金額上非固定，只要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即屬之。亦即只要某種

給與係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有經常性者，即得列入平均工資以之計算退

休金。被上訴人自八十二年九月起至八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每月皆領取生

產獎金，顯然此屬經常性之給與。又上訴人之員工 (外籍勞工除外) 皆發給全勤

獎金，此在制度上已形成經常性，屬經常性之給與。再上訴人之員工皆須為上

訴人保養機器，故機器保養費乃保養機器之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有其經常

性，亦屬經常性之給與。以上生產獎金、全勤獎金、機器保養費三種均得列入

平均工資計算之範疇。」  

 (二)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71 號裁定 

 依照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71 號裁定亦認為： 「依勞基法第 2 條第 3

款、第 4 款之規定，並參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台勞動二字第 040204 號函

釋（下稱第 040204 號函釋）所指：「全勤獎金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屬工資範疇…」等語；及本院 97 年台上字第 1342

號判決（下稱第 1342 號判決），認為全勤獎金屬工資之一部分，計算平均契約

工資應將該獎金列入工資之一部分等旨；再佐之被上訴人每月薪資中有關全勤

加發之新台幣（下同）五百元獎金，係以上訴人之員工當月份週六有加班，且

於該月份未請事病假者始發給等情，足見該全勤加發獎金是勞工即被上訴人每

月全勤提供勞務，上訴人對該勞務本身所給與之對價，而可認係工資。」 

  由上開兩則判決中可見，最高法院均指出，「全勤獎金」為經常性發放項目，且屬於

與工作時數勞力具有對價相關，自應認為屬僱用人對該勞務本身所給與之對價而屬於工

資無誤，並不因稱為「獎金」而具有不同的認定與影響，而這樣的判斷，在高法院民事

判決 86 年度台上字第 1681 號判決可進一步的將該依據標準擴張至生產獎金、機器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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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概念中。是以，最高法院認為，只要屬公司之經常性發給項目、每月均有存在，且

該發放標準與員工每月工作時數具有相應之關係，自屬基於勞務而產生之對價所得而應

列入工資計算。最高法院以固定性、「與勞務工時具相應關係」作為認定的基礎解釋，然

事實上仍無法解釋或淡化獎金本身可能存在的「與勞務不成正比」、「額外加上」的恩給

性色彩。 

 

高等法院支持之實務見解： 

高等法院基於事實審法院需將論事用法涵攝個案的需求，對於獎金如何涵攝為經常性給

予有更具體的論述，頗具參考價值： 

(一)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重勞上字第 25 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重勞上字第 25 號判決認為：「…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

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與，至同法施行

細則第 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 2條第 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

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所定之特

殊給與，仍應個別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則被上訴人

自受僱上訴人時起，每月既均可領取 400 元之全勤獎金，足認全勤獎金係依據

被上訴人工作性質，於一般情形下均可領取，且顧名思義系爭全勤獎金應屬被

上訴人每月全勤工作之對價，自屬經常性給與而屬工資性質，尚不因此項工資

之名稱為全勤獎金即謂非屬經常性給與，故上訴人抗辯全勤獎金不屬於工資云

云，並不可採。」此見解再次支持了前述最高法院對於經常性與勞務對價定義

之見解。 

(二) 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重勞上字第 49 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重勞上字第 49 號判決更進一步具體表示：「全勤獎金乃

雇主按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提升生產力之效果，同時亦為考核勞工勤惰

之手段，可領取全勤獎金之員工必須無遲到早退或請事、病假之情形，其工作

時數定高於未領取全勤獎金之員工，是全勤獎金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

性質。」 

(三)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勞上易字第 2 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勞上易字第 2 號判決更是對「勉勵性」之說明為進一步

之意見認為：「又上訴人固抗辯附表一所示之全勤獎金及績效獎金非屬經常性給

與，應予扣除云云，惟按勞基法第 2 條第 3 款所稱「工資」，係謂勞工因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

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而所謂「因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經常性之給與」者，則指在

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

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

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

給與，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

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最高法

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59 號判決可資參照）。而查上訴人員工全月未請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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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打卡者，發給全勤獎金 1,000 元….，全勤獎金係勞工每月全勤工作提供勞

務，係依勞工之勤、惰而定，上訴人對該勞工所給與之對價，縱係獎勵性質，

仍無礙其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自應列入工資。」 

是由上述判決可知，高等法院有進一步的意味說明，就算具有「獎勵性質」之

給付，仍無礙該給付的衡量卻實係因工作而獲得之判斷標準，自仍為工資之範

疇。也就是所謂的「勞務對價性」並不必然的必須有「具體相當」的對價，即

便對價性不成比例，即便有勉勵或恩惠意味，只要源自於勞務的付出，且為反

覆固定的項目，則自應納入「經常性給付」的領域而作為判斷工資的一部分。 

  準此，所謂「全勤獎金」無論係作為法律見解統一解釋之最高法院判決、或是近年

來高等法院的實務見解，均傾向該等與工時及勞務付出有相當關聯影響的常態性、一般

可得之給付項目為經常性給付而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要屬無疑，對「勞務對價」解釋

的寬嚴要求，可知實務見解上基本上可以說是從寬認定，只要非屬制度上具浮動性、不

勞而獲性、特殊嘉獎性或福利性質的獎金項目，基本上都會認為屬於工資之一部分，進

而能保障勞工於主張資遣費、退休金、年假抵修時之對勞務評價的完整性與合理性權，

殊值參考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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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地區修法或重要行政函釋】 

一、行政函釋 

(一)司法類 

持法院宣告調解無效之確定判決，就已辦竣調解分割共有物登記之土地，回復為未調解

前之狀態，涉及第三人以善意取得之權利保障疑義 

 

發文單位：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字號：秘台廳少家二 字第 1090014679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2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 第 416、506 條（107.11.28） 

要  旨：有關持宣告調解無效之確定判決，回復已辦竣調解分割共有物登記土地之狀

態，第三人善意取得之權利保障疑義 

主    旨： 有關持法院宣告調解無效之確定判決，就已辦竣調解分割共有物登記之土地， 

回復為未調解前之狀態，涉及第三人以善意取得之權利保障疑義一案，復如

說 明，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民事訴訟法第 416  條第 2 項規定，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

當事人得向原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同條第 4 項復規

定：「第五百條至第五百零二條及第五百零六條之規定，於第二項情形準

用之。」同法第 506  條規定：「再審之訴之判決，於第三人以善意取得

之權利無影響。」提起調解無效或撤銷之訴，猶如對於確定判決提起再

審之訴，有關再審之規定自有準用之餘地。依此，法院審理結果如認當

事人請求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為有理由，以判決宣告調解無效

或撤銷調解，回復未成立調解之狀態時，應保障善意第三人因信賴原調

解所取得之權利（同法第 416  條第 4 項及第 506 條立法理由參照）。 

          二、系爭土地於未經法院宣告調解無效前，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取得之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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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登記機關嗣依法院之調解無效確定判決，准予系爭土地回復原繼承人

公同共有之登記狀態，參照前揭說明，該抵押權亦應不受影響，方符保

障善意第三人權利之立法意旨。至如何為登記始符上開規範之意旨，尊

重主管機關權責卓處。 

(二)賦稅類 

以自有房屋交付自益信託，嗣委託人與受託人同意終止信託，委託人於辦竣塗銷信託登

記前訂約出售第三人，稽徵機關得連件受理塗銷信託登記之查欠及契稅申報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 字第 1090053926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17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113 期 

相關法條：契稅條例 第 16 條（99.05.05） 

要  旨：令釋契稅條例第 16 條規定，以自有房屋交付自益信託，嗣委託人與受託人

同意終止信託，委託人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前訂約出售第三人，稽徵機關得

連件受理塗銷信託登記之查欠及契稅申報 

全文內容：一、以自有房屋交付信託，信託契約明定受益人為委託人（原房屋所有權人）

並享有全部信託利益（自益信託），嗣委託人與受託人雙方同意終止信託，

該房屋歸屬於委託人，該委託人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前訂約出售該屋與第

三人，為其連件向地政機關申辦塗銷信託登記及買賣登記（下稱連件登記）

所需，稽徵機關得依申請人檢附下列文件，同時受理塗銷信託登記之查欠

及契稅申報： 

          （一）連件登記預先核發契稅繳款書、免稅或同意移轉證明書之申請書。 

          （二）原信託契約書。 

          （三）塗銷信託同意書。 

          （四）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 

二、連件登記契稅申報，稽徵機關預先核發之契稅繳款書、免稅或同意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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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以委託人為原所有權人，並記明「受託人○○○，適用於自益

信託連件向地政機關申辦塗銷信託登記及買賣登記案件」。 

三、契稅由鄉、鎮、市、區公所代徵者，連件登記案件，契稅申報由代徵機

關受理；塗銷信託登記之查欠由稽徵機關受理。 

 

(三)司法類 

處理民事保護令、家事調解與涉及家庭暴力等家事事件之注意事項 

 

發文單位：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字號：秘台廳少家二 字第 1090019111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3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 19、28、30 條（107.03.08）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15、16、18、47 條（104.02.04） 

法院設置家事調解委員辦法 第 10、17 條（105.03.02） 

要  旨：法院處理民事保護令、家事調解與涉及家庭暴力等家事事件之相關注意事 

項 

主    旨：法院處理民事保護令、家事調解與涉及家庭暴力之家事事件時，應注意依

說明所示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    明：一、法院核發民事保護令時，請依規定於核發後 24 小時內，將裁定正本發

送予當事人、被害人、警察機關及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緊急保

護令並應先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警察機關及主管機關（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4 項、第 6 項、第 18 條第 

1 項、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8 點參照）。為維護被害

人及其特定家庭成員（含目睹家庭暴力兒少）之安全，暫時保護令或通

常保護令裁定，亦得參酌緊急保護令方式，先行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

設備傳送警察機關及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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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協助法院落實發送民事保護令，本院已於各地方（少年及家事）法院

審判系統之家事書記官辦案進行簿增設警示功能，當書記官於民事保護

令字別之事件「收受原本」欄位輸入收受日期時，電腦視窗將出現提示

文字，當日未完成「交付送達」及「正本發出」者，將出現警示文字，

提醒注意。 

 

二、最新修法  

(一)總統令修正「勞動基準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63561  號令 

修正公布第 80-1 條條文 

第 80-1 條 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

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

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標準。 

 

(二) 總統令修正「刑事訴訟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0408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15、17～26、38、41、46、50、51、58、60、63、67 

、68、71、76、85、88-1、89、99、101-1、114、121、142、158-2 

、163、192、256、256-1、271-1、280、289、292、313、344、349 

、382、390、391、394、426、454、457 條條文；增訂公布第 38-1 

、89-1  條條文；除第 38-1 條、第 51 條第 1 項、第 71 條第 2 

項、第 85 條第 2 項、第 89 條、第 99 條、第 142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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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2  條、第 289  條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 38-1 條 依本法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或抄錄、重製或攝影之閱卷規則，由司 

           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51 條   裁判書除依特別規定外，應記載受裁判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住、居所；如係判決書，並應記載檢察官或自訴人並代理人、

辯護人之姓名。 

裁判書之原本，應由為裁判之法官簽名；審判長有事故不能簽名者，由資深

法官附記其事由；法官有事故者，由審判長附記其事由。 

第 71 條   傳喚被告，應用傳票。 

           傳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住、居所。 

           二、案由。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 

           被告之姓名不明或因其他情形有必要時，應記載其足資辨別之特徵。被告之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住、居所不明者，得免記載。 

           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名。 

第 85 條   通緝被告，應用通緝書。 

           通緝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住、居所，及其

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但出生年月日、住、居所不明者，得免記載。 

           二、被訴之事實。 

           三、通緝之理由。 

           四、犯罪之日、時、處所。但日、時、處所不明者，得免記載。 

           五、應解送之處所。 

           通緝書，於偵查中由檢察總長或檢察長簽名，審判中由法院院長簽名。 

第 89 條   執行拘提或逮捕，應當場告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拘提或逮捕之原因及第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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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並注意其身體及名譽。 

           前項情形，應以書面將拘提或逮捕之原因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指定之

親友。 

第 99 條   被告為聽覺或語言障礙或語言不通者，應由通譯傳譯之；必要時，並得以文

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 

           前項規定，於其他受訊問或詢問人準用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142 條  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

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 

           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發還。 

           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有正當理由者，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

求付與扣押物之影本。 

第 192 條  第七十四條、第九十八條、第九十九條、第一百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之規

定，於證人之訊問準用之。 

第 289 條  調查證據完畢後，應命依下列次序就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之： 

           一、檢察官。 

           二、被告。 

           三、辯護人。 

           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之。於科刑辯論前，並應予

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

意見之機會。 

           已依前二項辯論者，得再為辯論，審判長亦得命再行辯論。 

 

(三) 總統令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0409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2、4、9、11、15、17～20、21、23、24、27、28、 

32-1、33-1、34、36  條條文；增訂第 35-1 條條文；除第 18、24 

、33-1  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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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 

           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其品項如下： 

           一、第一級  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如附表一）。 

           二、第二級  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及其相類製

品（如附表二）。 

           三、第三級  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如附表三）。 

           四、第四級  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品（如附表四）。 

           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組成審議委員會，每三個

月定期檢討，審議委員會並得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虞之

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及與該等藥品、物質或製品具有

類似化學結構之物質進行審議，並經審議通過後，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

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 

           醫藥及科學上需用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之管理，另

以法律定之。 

 

第 4 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

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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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

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11 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15 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第四條第二項或第六條第一項之罪

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四條第三項至第五項、第五條、第六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七條第一項

至第四項、第八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九條至第十四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

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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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明知他人犯第四條至第十四條之罪而予以庇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17 條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四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第 18 條   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

造或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

燬之。但合於醫藥、研究或訓練之用者，得不予銷燬。 

           查獲易生危險、有喪失毀損之虞、不便保管或保管需費過鉅之毒品，經取樣

後於判決確定前得銷燬之；其取樣之數量、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法務部定之。 

           毒品檢驗機構檢驗出含有新興毒品或成分而有製成標準品之需者，得由衛生

福利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依法設置之檢驗機關（構）領用部分檢體，製成標準

品使用或供其他檢驗機構使用。 

           第一項但書與前項合於醫藥、研究或訓練用毒品或器具、檢驗機關（構）領

用檢體之要件、程序、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

部定之。 

 

第 19 條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

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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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 

 

第 20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二月。 

           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

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

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

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

治，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一

年。 

           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後再犯第十條之

罪者，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期滿後，由公

立就業輔導機構輔導就業。 

 

第 21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衛生福利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

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由少

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 

 

第 23 條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強制戒治期滿，應即釋放，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少

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

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 

 

第 24 條   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或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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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

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不適用之。 

           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繼續偵查或起訴。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

前，應徵詢醫療機構之意見；必要時，並得徵詢其他相關機關（構）之意見。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緩起訴處分，其適用戒

癮治療之種類、實施對象、內容、方式、執行醫療機構或其他機構與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及完成戒癮治療之認定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第 27 條   勒戒處所，由法務部、國防部於所屬戒治處所、看守所、少年觀護所或所屬

醫院內附設，或委託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指定之醫院內附設。 

           受觀察、勒戒人另因他案依法應予羈押、留置或收容者，其觀察、勒戒應於

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執行。 

           戒治處所、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之勒戒處所，由國防部、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指定之醫療機構負責其

醫療業務。 

           第一項受委託醫院附設之勒戒處所，其戒護業務由法務部及國防部負責，所

需相關戒護及醫療經費，由法務部及國防部編列預算支應。 

           第一項之委託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國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衛

生福利部定之。 

 

第 28 條   戒治處所，由法務部及國防部設立。未設立前，得先於監獄或少年矯正機構

內設立，並由國防部、衛生福利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指定之醫療機構負責其醫療業務；其所需員額及經費，由法務

部及國防部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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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1 條 為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檢察官或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得由其檢察長或其最上級機關首長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並檢附相

關文件資料，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後，核發偵查指揮書，由入、出境

管制相關機關許可毒品及人員入、出境。 

           前項毒品、人員及其相關人、貨之入、出境之協調管制作業辦法，由行政院

定之。 

 

第 33-1 條 尿液之檢驗，應由下列機關（構）為之： 

           一、衛生福利部認證之檢驗及醫療機構。 

           二、衛生福利部指定之衛生機關。 

           三、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國防部憲兵指揮部或其他政

府機關依法設置之檢驗機關（構）。 

           檢驗機構對於前項驗餘尿液檢體之處理，應依相關規定或與委驗機構之約定

為之。但合於人體代謝物研究供開發檢驗方法或試劑之用者，於不起訴處分、

緩起訴處分或判決確定，經去識別化方式後，得供醫藥或研究機構領用。 

           第一項第一款檢驗及醫療機構之認證標準、認證與認證之撤銷或廢止及管理

等事項之辦法；第二款、第三款檢驗機關（構）之檢驗設置標準，由衛生福

利部定之。 

           第一項各類機關（構）尿液檢驗之方式、判定基準、作業程序、檢體保管，

與第二項驗餘檢體之處理、領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衛生福利部定

之。 

 

第 34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衛生福利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 

 

第 35-1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十條之罪

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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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偵查中之案件，由檢察官依修正後規定處理。 

           二、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

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

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 

           三、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 36 條   本條例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修正之第二條之一、第二十七條及 

           第二十八條，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 

           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 

           年七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修正之第十八條、第二十四條 

           及第三十三條之一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參、【中國地區重要修法或行政函釋】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2020 年 6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 

    第一节 职责 

    第二节 机构 

第三章 罪行和处罚 

    第一节 分裂国家罪 

    第二节 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三节 恐怖活动罪 

    第四节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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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其他处罚规定 

    第六节 效力范围 

第四章 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针，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

条规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根本性条款。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机构、

组织和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不得违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和第

十二条的规定。 

      第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

职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第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

政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

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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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第五条 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应当坚持法治原则。法律规定为犯

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

刑。 

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

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任何人已经司法程序被

最终确定有罪或者宣告无罪的，不得就同一行为再予审判或者惩罚。 

      第六条 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

义务。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法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

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

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 

      第二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 

      第一节 职责 

      第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

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 

      第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应当切实执行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

法律有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规定，有效维护国

家安全。 

      第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校、

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

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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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向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并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的情况

提交年度报告。 

      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长官应当就维护国家安全特定事项及时

提交报告。 

      第二节 机构 

      第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监

督和问责。 

      第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政

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本法第十六

条规定的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

长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秘书

长由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第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为： 

              （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作，制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 

              （二）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 

              （三）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

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 

      第十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人

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履行职责相关事务

提供意见。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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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配备执法力量。 

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由行政长官任命，行政长官任命前须书

面征求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机构的意见。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

责人在就职时应当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

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遵守法律，保守秘密。 

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可以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聘请合格的专门

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任务。 

      第十七条 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责为： 

              （一）收集分析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 

              （二）部署、协调、推进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和行动 

              （三）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四）进行反干预调查和开展国家安全审查 

              （五）承办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交办的维护国家安全工

作 

              （六）执行本法所需的其他职责。 

      第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负责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检控工作和其他相关法律事务。该部门检控官由

律政司长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后任命。 

律政司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负责人由行政长官任命，行政长官任

命前须书面征求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机构的意见。律政司国家安全犯

罪案件检控部门负责人在就职时应当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遵守法律，保

守秘密。 

      第十九条 经行政长官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长应当从政府一般收入中

拨出专门款项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并核准所涉及的人员编制，

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限制。财政司长须每年就该款

项的控制和管理向立法会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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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罪行和处罚 

      第一节 分裂国家罪 

      第二十条 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

一行为之一的，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即属犯罪： 

              （一）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从中华人民

共和国分离出去 

              （二）非法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的法

律地位 

              （三）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转归外国统

治。 

     犯前款罪，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十一条 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本法第

二十条规定的犯罪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节 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二十二条 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

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即属犯罪： 

                （一）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

制度 

                （二）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

关 

                （三）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四）攻击、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履职场所及其设施，致使

其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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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款罪，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十三条 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本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的犯罪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三节 恐怖活动罪 

      第二十四条 为胁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国际组织或者威吓公

众以图实现政治主张，组织、策划、实施、参与实施或者威胁实施以

下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之一的，即属犯罪： 

                （一）针对人的严重暴力 

                （二）爆炸、纵火或者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三）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或者其他易燃

易爆设备 

                （四）严重干扰、破坏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网络等公共服务

和管理的电子控制系统 

                （五）以其他危险方法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者安全。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

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二十五条 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即属犯罪，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

并处罚金。 

本法所指的恐怖活动组织，是指实施或者意图实施本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的恐怖活动罪行或者参与或者协助实施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恐

怖活动罪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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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 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恐怖活动实施提供培训、武器、信

息、资金、物资、劳务、运输、技术或者场所等支持、协助、便利，

或者制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以及以其他形式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情形，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 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情形，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第二十八条 本节规定不影响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对其他形式的恐怖活动犯

罪追究刑事责任并采取冻结财产等措施。 

      第四节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十九条 为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涉及

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

员实施，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串谋实施，或者直接或者

间接接受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者其

他形式的支援实施以下行为之一的，均属犯罪：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胁，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危害 

                （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政

策进行严重阻挠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进行操控、破坏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四）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

取其他敌对行动 

                （五）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对中央人民政府或

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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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款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条第一款规定涉及的境外机构、组织、人员，按共同犯罪定罪处刑。 

      第三十条  为实施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犯罪，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串谋，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

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的，依照本法第二十条、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五节 其他处罚规定 

      第三十一条 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对该组织

判处罚金。 

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因犯本法规定的罪行受到刑事处罚

的，应责令其暂停运作或者吊销其执照或者营业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因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而获得的资助、收益、报酬等违法所得以及用

于或者意图用于犯罪的资金和工具，应当予以追缴、没收。 

      第三十三条 有以下情形的，对有关犯罪行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从轻、

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一）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

生的 

                （二）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

他案件的。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执法、司法机关未掌

握的本人犯有本法规定的其他罪行的，按前款第二项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

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违反本法规定，因任何原

因不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可以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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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条 任何人经法院判决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即丧失作为候选人参加香

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立法会、区议会选举或者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任

何公职或者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曾经宣誓或者声明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行政会议成员、法官

及其他司法人员、区议员，即时丧失该等职务，并丧失参选或者出任

上述职务的资格。 

前款规定资格或者职务的丧失，由负责组织、管理有关选举或者公职

任免的机构宣布。 

      第六节 效力范围 

      第三十六条 任何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犯罪

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就认为是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内犯罪。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船舶或者航空器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

也适用本法。 

      第三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公司、团体

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

的，适用本法。 

      第三十八条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

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 

      第三十九条 本法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本法定罪处刑。 

      第四章 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 

      第四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本法规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但本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四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检控、审判

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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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律政司长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提出检

控。但该规定不影响就有关犯罪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并将其羁押，也

不影响该等犯罪嫌疑人申请保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审判循公诉程序进

行。 

                 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因为涉及国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开审

理的，禁止新闻界和公众旁听全部或者一部分审理程序，但判决结果

应当一律公开宣布。 

      第四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在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有关

羁押、审理期限等方面的规定时，应当确保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公

正、及时办理，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

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 

      第四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案件时，可以采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准予警方等执法部门在

调查严重犯罪案件时采取的各种措施，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证据的处所、车辆、船只、航空器以及其他

有关地方和电子设备 

                （二）要求涉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人员交出旅行证件或者

限制其离境 

                （三）对用于或者意图用于犯罪的财产、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与犯罪

相关的财产，予以冻结，申请限制令、押记令、没收令以及充

公 

                （四）要求信息发布人或者有关服务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协助 

                （五）要求外国及境外政治性组织，外国及境外当局或者政治性组织

的代理人提供资料 

                （六）经行政长官批准，对有合理理由怀疑涉及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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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人员进行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 

                （七）对有合理理由怀疑拥有与侦查有关的资料或者管有有关物料的

人员，要求其回答问题和提交资料或者物料。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

门等执法机构采取本条第一款规定措施负有监督责任。 

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委员会为采取本条第一款规定措施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从裁判官、区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原

讼法庭法官、上诉法庭法官以及终审法院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也

可从暂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案件。行政长官在指定法官前可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委员会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上述指定法官任期一年。 

凡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不得被指定为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的法官。在获任指定法官期间，如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终止其指

定法官资格。 

在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

件提起的刑事检控程序应当分别由各该法院的指定法官处理。 

      第四十五条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应当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法律处理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提起

的刑事检控程序。 

      第四十六条 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进行的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检

控程序，律政司长可基于保护国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

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指示相关诉讼毋须在有

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凡律政司长发出上述证书，高等法院原讼

法庭应当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并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

庭。 

凡律政司长发出前款规定的证书，适用于相关诉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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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律条文关于“陪审团”或者“陪审团的裁决”，均应当理解为

指法官或者法官作为事实裁断者的职能。 

      第四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有关行为是否涉及国家

安全或者有关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应取得行政长

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上述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第四十八条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

行使相关权力。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由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

安全的有关机关联合派出。 

      第四十九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职责为： 

                （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就维护国家安全

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

职责 

                （三）收集分析国家安全情报信息 

                （四）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第五十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

监督，不得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法律外，还应

当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依法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的监

督。 

      第五十一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 

      第五十二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应当加强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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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工作联系和工作协同。 

      第五十三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委员会建立协调机制，监督、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工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工作部门应当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

合。 

     第五十四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

员公署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外国和国际组

织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国和境外非政府组

织和新闻机构的管理和服务。 

     第五十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

权： 

                （一）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

管辖确有困难的 

                （二）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的 

                （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 

      第五十六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由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负责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有关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关法院行使审判权。 

      第五十七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

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

关法律的规定。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执法、

司法机关依法行使相关权力，其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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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裁判而签发的法律文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法律效力。对于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法采取的措施，有关机构、组织和

个人必须遵从。 

      第五十八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犯罪嫌疑人自被驻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

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可以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

律帮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

的权利。 

      第五十九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任何人如果知道本法规定的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情况，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 

      第六十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依据本法执行职务的

行为，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 

持有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制发的证件或者证明文件

的人员和车辆等在执行职务时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人员检查、搜

查和扣押。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豁免。 

      第六十一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据本法规定履行职责时，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须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对妨碍有关执行

职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并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规定。 

      第六十三条 办理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有关执法、司法机关及其人

员或者办理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

机关及其人员，应当对办案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

隐私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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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配合办案的有关机构、组织和个人应当对案件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第六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本法时，本法规定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没收财产”和“罚金”分别指“监禁”“终身监禁”“充公犯罪

所得”和“罚款”，“拘役”参照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

的“监禁”“入劳役中心”“入教导所”，“管制”参照适用香港特

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的“社会服务令”“入感化院”，“吊销执照

或者营业许可证”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的“取消注册或

者注册豁免，或者取消牌照”。 

      第六十五条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十六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